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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档次的对策
 

    随着潞江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在满足了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前提下，开始追求精神文化生活领
域的更高要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提升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档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期盼，也是打造潞江文化旅游品牌的内容之一，笔者就潞江2007年，2008年泼水节文化活动基本情况的对比分
析，浅谈提升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档次的对策。

　　从2007年、2008年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基本情况的对比分析来看主要呈现出两方面的现象：

　　（一）、良好的发展趋势方面

　　1、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在隆阳区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潞江镇党委、政府的精心组织，各相关单位的同力协作
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参加人数逐年增多。

　　2、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内容不断丰富。

　　3、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活跃市场、拉动经济、促进消费逐年上升。

　　4、潞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平安潞江、和谐潞江景象日益呈现。

　　5、潞江泼水文化节活动品牌效应已初见成效。

　　（二）、提升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档次面临的新问题

　　1、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场所的建设问题。

　　2、旅游接待能力如何提升问题日益显突。

　　3、提升市场繁荣层次方面呈现的新问题。

　　为进一步提升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档次，针对面临的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对策：

　　1、树立全新的对外宣传观念，加大宣传力度。

　　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想保障。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是和谐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意。优秀的潞江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相融
合，突破一切束缚文化的体制和机制，形成代表潞江崇高道德、理想的文化，这是潞江农村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
此，我们在宣传潞江，构建和谐潞江的历史进程中，要树立以区域独特性文化为宣传主体内容的全新宣传观念，高度重
视民族文化、抗战文化、知青文化在内的和谐文化的打造和宣传。

　　生态是基础，文化是灵魂。生态与文化相融合是潞江一大特色。要积极探索促进民族文化、抗战文化、知青文化与
木棉花保护行动的有机结合，强化民族文化、抗战文化、知青文化的文化内涵，深度挖掘潞江民族文化（特别是傣族、
德昂族、傈僳族文化的挖掘）、抗战文化、知青文化的历史积淀，打造民族文化、抗战文化、知青文化与以木棉花保护
行动为形，以区域独特性文化为魂的潞江文化精品。把特色文化贯穿到潞江泼水节活动内容的全过程，建设具有独特
性、创新性的潞江生态文化和人文文化，全面打造文化潞江。利用媒体、通讯、宣传单、文艺作品、宣传报道潞江区域
独特性文化；采取制作宣传画册、刻录光盘的形式展示潞江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多形式，多角度，全方位的加大对外
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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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设体现时代和民族特色标志性的民族文化广场

　　区域独特性的文化是打造文化潞江的基础，坚持积极保护和合理开发的原则，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明确开
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在于如何保护好潞江文化，如何开发利用好潞
江文化，让潞江文化这一区域独特性的文化资源世代保留下去。面对潞江民族文化建设这一系统工程，只有抓住关键，
选准切入点，实行重点突破，才能切实推进潞江文化和谐发展。因此，应从保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利益、提高
群众文化生活质量的要求出发，统筹潞江镇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对小平田集镇要以完善功能、提升集镇水平为切入
点，建设体现时代和民族特色的标志性民族文化广场。同时，要健全公益性文化设施网络。要以小平田集镇民族文化广
场建设为中心，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分会场（芒旦大佛塔、赧浒白龙潭）文化活动场所设施建设力度，为广大
人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活动场所和空间。

　　3、树立以人为本，强化分会场接待设施建设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分会场的开发建设要以“一个分会场一个品位，一个村寨一个特色”为目标，树立
以人为本就是以需要为导向，以客人满意为宗旨，从客人出发，以客人为上，最终实现接待设施人性化，接待能力提升
的发展模式。具体是：针对分会场不同的特点开发不同的特色产品；针对不同的活动载体设计不同的项目；每项接待设
施，每条线路设计、安排都应充分考虑客人的需要和体验，让客人有 “进得来、在得下、留得住、再想来”的体验。

　　4、科学管理，优化购物环境

　　实施科学管理，提升市场繁荣层次，是潞江购物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采取“统一规划，科学管理，给予优惠政
策”的措施，优化购物环境；针对主、分会场的不同特色，生态敏感点，实行特殊管理。如在小平田主会场实行“购物
一条街、娱乐一条街”的管理模式，合理疏散人流；通过给予优惠政策的办法引进投资商进行商贸活动，活跃市场；通
过新闻媒介及时向社会发布优惠政策和市场信息，给投资商在进行商贸活动过程中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5、加强农村文化人才的开发和培训。

　　传播和继承民族文化，关键在人才。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开发人才资源，稳定人才队伍，整合现有人才资源，营
造文化 人才施展才华的良好环境。因此，建立以机制选人，以环境引人，以项目育人，以事业用人，建设一支复合型农
村文化人才队伍，积极优化文化人才结构，引进专业文化人才。一方面要重视城市优秀专业文化人才的下乡，通过完善
政策，积极引导城市文化人才向农村有序转移和服务。另一方面，要重视潞江现有农村文化人才、民间艺人的培训，通
过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类型培训班的方式，重点培养一批文化带头人，使之发挥农村文化生力军的作用；通过对农
村文化人才的开发和培训，促进文化带头人加大对潞江民族文化的挖掘、开发，为提升潞江泼水节文化活动档次，进一
步创新文化活动内容，传播和继承潞江民族文化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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